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卵巢过度刺激综合征概

述



卵巢过度刺激综合征（OHSS）是一种人体对促排卵药物产生的过度反应，以双侧卵巢多个卵泡发育、

卵巢增大、毛细血管通透性异常等为特征的并发症。

OHSS的发病机制尚未完全阐明，但主要与促排卵药物的使用和卵巢对药物的过度反应有关。药物刺

激导致多个卵泡发育，雌激素水平过高，进而引发一系列临床症状。

定义

发病机制

定义与发病机制



临床表现
OHSS的主要临床表现包括卵巢囊性增大、毛细血管

通透性增加、体液积聚于zu织间隙等，严重者可出现

腹腔积液、胸腔积液及全身水肿。

分型
根据病情的严重程度和临床表现，OHSS可分为轻度、

中度和重度三种类型。轻度OHSS表现为轻度恶心、

呕吐、腹胀等症状；中度OHSS除上述症状外，还伴

有腹水、胸水等；重度OHSS则可出现严重呼吸困难、

休克等危及生命的并发症。

临床表现及分型



诊断标准
OHSS的诊断主要依据临床表现、体征及实验室检查。轻度OHSS可根据症状

进行诊断；中度和重度OHSS需结合超声检查、血液生化指标等进行综合判断。

鉴别诊断
OHSS需与卵巢囊肿蒂扭转、黄体破裂、急性阑尾炎等疾病进行鉴别诊断。这些

疾病虽与OHSS有相似的临床表现，但发病机制和治疗方法截然不同。

诊断标准与鉴别诊断



近年来，随着辅助生殖技术的广泛应用，OHSS的发病率呈

上升趋势。不同研究报道的发病率存在差异，但总体而言，

OHSS已成为体外受孕辅助生育的主要并发症之一。

发病率

OHSS的危害程度因个体差异而异。轻度OHSS通常不会对患

者的生命健康造成严重影响，但中度和重度OHSS则可能导

致严重的并发症，甚至危及生命。因此，对OHSS的早期识

别、及时干预和有效护理至关重要。

危害程度

发病率及危害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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卵巢过度刺激综合征风

险因素



患者年龄与体质因素

年龄

年轻女性相对更容易发生OHSS，因为年轻女

性的卵巢对促排卵药物的反应更为敏感。

体质

患者的体重、身高、体表面积等体质因素也可

能影响OHSS的发生。例如，肥胖患者可能更

容易出现OHSS。



使用不同种类的促排卵药物，其

OHSS的发生率也有所不同。例如，

使用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hCG）进

行黄体支持可能增加OHSS的风险。

促排卵药物的剂量越大，OHSS的发

生率也越高。因此，在制定促排卵方

案时，应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和反应

调整药物剂量。

促排卵药物种类及剂量

药物剂量

药物种类



取卵数量
取卵数量越多，OHSS的发生率也越高。这可能是因为多个卵泡发育导致雌激素

水平过高，从而引发OHSS。

胚胎移植数量

移植多个胚胎也会增加OHSS的风险。因此，在胚胎移植前，应根据患者的年龄、

胚胎质量和既往病史等因素综合考虑。

辅助生殖技术操作过程



遗传因素

某些基因变异可能增加OHSS的易感性，这使得部分患者即使在使用相同剂量的促排卵药

物时，也更容易出现OHSS。

环境因素

生活环境、饮食习惯等也可能对OHSS的发生产生一定影响。例如，长期接触某些化学物

质或处于高压状态可能增加OHSS的风险。

既往病史

既往患有某些疾病如多囊卵巢综合症（PCOS）的患者，在使用促排卵药物时更容易发生

OHSS。

其他可能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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卵巢过度刺激综合征预

防措施



根据患者年龄、体重、
卵巢功能等因素，制
定个性化的促排卵方
案。

避免使用过高剂量的
促排卵药物，以减少
卵巢过度刺激的风险。

对于高风险患者，可
考虑采用微刺激或自
然周期等温和的促排
卵方案。

合理选择促排卵方案



根据患者的反应和监测结果，及时调整药物剂量。

对于敏感患者，应适当减少药物剂量或延长用药
间隔。

在促排卵过程中，密切关注患者的症状和体征，
及时发现并处理过度刺激的征兆。

个体化调整药物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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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发现并处理可能出现的并发症，如腹水、胸水等。

01
在促排卵周期中，定期进行B超检查，了解卵泡发育和卵巢大小。

02
监测患者的激素水平，包括雌激素、孕激素等，以评估卵巢的

反应性。

加强监测和评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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